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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,,评少鸿的长篇小说&抱月行'

张文刚

!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#湖南 常德 H!$&&&"

"摘#要#少鸿的长篇小说&抱月行'!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)非遗*保护特别是民族民间艺术传承的思考# 小说借)月琴*

这一演唱形式构思立意!在人物命运的演绎中完成对艺术传承的智性思考和诗意表达# 其思想意义和审美意蕴已超越单一

的艺术形式和具象描写!上升到对生活方式$人格心志和艺术精神的洞察与观照#

"关键词#少鸿%&抱月行'%艺术传承%诗意传达

"中图分类号#0%&">H%$###"文献标识码#,###"文章编号#!C"H I!!"J$%&!%%&$ I&&%C I&C

1'*8%*8(C/"#'8*&/(#&/0?-#*8(FG<'#%%8-/

***E/)"&-"-/>m%H-:#;-4I&;J8/> 68*"K--/5+*#

L/,+7MRGONGO

!3<S99:9U-@=RTN=QTRNG? /@F=9TX# /QGNG )G@YRTF@=X9U,T=FNG? 3<@RG<R# 6SNGO?R# /QGNG H!$&&&# 6S@GN"

12%*'&(*% 0G =SRG9YR:9UMN:a@GOW@=S c99G -Q=R# 3SN9S9GOR_\TRFFRFS@F=S9QOS=W@=S =SRU9T[9U:@=RTN=QTRN̂

V9Q=\T9=R<=@9G 9U@G=NGO@V:R<Q:=QTN:SRT@=NOR# RF\R<@N::X@GSRT@=NG<R9UU9:a:9TRNT=F>P:9==@GONT9QG? [99G :Q=R#

3SN9S9GOU@G@FSRFS@FTN=@9GN:=S9QOS=NV9Q=NT=@F=@<@GSRT@=NG<RNG? \9R=@<R_\TRFF@9G @G =SR<SNGOR9U<SNTN<=RTF

?RF=@GX@G =SRG9YR:>4SRG9YR:@F[9TR=SNG NF@GO:RNT=@F=@<U9T[NG? TRN<SRF=SRF=NOR9UTRYRN:@GO:@URF=X:R# \RT̂

F9GmF[RG=N:@=XNG? NT=@F=@<F\@T@=>

=#3 6-'0%%3SN9S9GO$ MN:a@GOW@=S c99G -Q=R$ NT=@F=@<@GSRT@=NG<R$ \9R=@<R_\TRFF@9G

##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#近些年来引起了

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#有学者还提出要

建立-非遗学.#指出其作为一门学问创建的可能性&

必要性和独特视野(!)

' 理论工作者的探讨主要集中

在-非遗.保护的重要性&操作性&立法及原则等等#

具有学理的深度和广度#迄今尚很少见到用文学和

艺术的形式来表现-非遗.保护的曲折历程和艰辛程

度' 少鸿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+抱月行,

(%)就用文学

的形式表达了对-非遗.保护特别是民族民间艺术传

承的思考' 小说借-月琴.这一演唱形式来构思立

意#在人物命运的演绎中完成对艺术传承的智性思

考和诗性表达' 其思想意义和审美意蕴已超越单一

的艺术形式及其具象描写#上升到对生活方式&人格

心志和艺术精神的观照#接通诗意的存在而又弥漫

出诗意的气息' 整部小说以琴始#以琴终#以琴&情

贯穿#浑然一曲悠扬婉转声情并茂内涵丰富的月琴

调#弹拨雅声俚曲&离合悲欢#在大起大落&缜密勾连

中完成了对诗意的表达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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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艺术样态和表演形式的保存及传承#往往要经

过无数代人的苦心研磨和薪火相传' 我们今天看

到的许多艺术形式比过去丰富&发展和完善了#而

这背后凝聚着无数艺人和艺术名家的智慧&心血和

创造' 用文学的形式把在艺术发展和传承过程中

的人的活生生的情状发掘出来&表现出来#让我们

体会到每一种文化遗产和艺术品类保护和传承之

不易#从而愈加珍惜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切文化符号

和精神产品#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' 少鸿的+抱月

行,用文学形象和文学手法揭示了艺术传承活动中

带有普适性和规律性的问题#给今天的文化保护及

传承活动以诸多有益的启迪'

从艺术传承的主体角度来看#人的自觉&自信

和自励是艺术活动得以开展&承续和创新的关键'

+抱月行,中塑造的文学典型覃玉成#从艺徒到艺

人#又从艺人到民间艺术家#其成功来自于他自身

的用心和努力#来自于他的爱好&坚持和纯真的情

怀' 兴趣是成就艺术追求的不竭动力' 覃玉成对

月琴的喜好简直到了痴迷而忘我的程度' 从新婚

之夜-听琴.#进而-追赶.琴师#再到拜师学艺#最

后成为民间艺术家#驱动他的是对月琴表演艺术的

迷恋和情有独钟' 小说开篇写覃玉成不是陶醉于

洞房花烛夜的喜悦#而是-移情别恋.沉醉在月琴

-那些好听的音律里.#以致于在追赶琴师的时候他

感觉自己-整个人成了一把月琴#丁丁冬冬的乐音

源源不断地从身体里跳了出来.' 这样的描写一方

面传达了覃玉成的艺术感觉和艺术心性#亦即他沉

迷于月琴的诗性缘由$另一方面昭示出在诗乐传承

的长河里#那些诗性的-浪花.在催生和召唤着后来

者与传承者' 这是一种选择#也是一种遇合' 每一

种艺术形式的保存和传承都在不断经历着这样的

心性选择和精神遇合' 是个人的意愿和情趣#更是

艺术的-宿命.和使命' 也只有达到一种心性相通&

物我两忘的境界#才能在艺术活动中变得持久和纯

粹' 坚持是成就艺术追求的有力保障' 当覃玉成

拜师学琴登堂入室之后#他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月

琴#月琴是他投映在大地上的-影子.#是他的另一

个诗性的-自我.#是他的精神依托和存在' 无论逆

境还是顺境#无论快乐还是忧伤#他都坚持学琴&练

琴' 在这个过程中#除了师傅-口传心授.&耳提面

命之外#更多的是学习者个人的领悟&揣摩和-习

得.' 文化的传承包括有意识的教学和学徒对师傅

技艺的静态观察两种#这种曲折的学习&实践及传

承过程印证了法国人类学家皮耶/布迪厄!P@RTTR

]9QT?@RQ"提出的-习得.的概念#即社区中的成员

从先辈那里吸收并实践某种规范#并在其一生之中

遵循这种规范#这个过程带有个人色彩或是融入了

个人策略'

(A)艺术是个人化&心灵化的创新活动#覃

玉成终其一生沉迷于月琴的艺术经历便形象地阐

明了这一点' 而要得到真传#借助艺术-逍遥.于天

地之间#还要求从艺者有一颗澄澈&纯净的心' 纯

净是成就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' 任何带有私念和

私欲的艺术活动#都难以成就大风范&大格局和大

气候#只有心无杂念&通体透脱#才能领悟艺术的奥

妙#抵达艺术的胜境' 南门秋师傅的-心要纯净.

-人琴一体.的教诲#道出了学艺的奥秘' 覃玉成学

琴的过程#就是克服内心的种种-障碍.#由-隔.到

-不隔.再到逐渐融入艺术对象的过程#以致于后来

在表演活动中#-他的感觉里只剩下自己和月琴#而

通过弹与唱#他和月琴融为了一体.' 人与艺术的

相伴相亲&相融相通#使人成为了艺术的-部件.和

-符号.#人的灵感和才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#同

时也赋予艺术以人的生命和情感#艺术得以深入并

感染&感化和感召人的心灵世界' 这是生命的艺术

化和艺术的生命化#是艺术得以存续和发扬的至

境' 有学者在分析少鸿的另一部小说+花枝乱颤,

时说%-作家不过分强调社会意义#而重视人的主体

性#看重人的精神世界#是其成功之处'.

(H)这一分

析同样适合对+抱月行,的评价'

从艺术传承的外部视角来看#艺术活动受制于

外部世界' 艺术是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存在物#

每一种艺术标本都会展示出它生存和流变的社会

环境与人文环境' 在和谐的生态群和生态链中#艺

术就会健康地发育和生长#反之艺术之花就会受到

伤害甚至萎缩凋零' +抱月行,展示了中国社会从

战乱频仍到改革开放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#以及这

个历程中一群民间艺人的艺术信仰和追求所需要

面临和面对的种种境遇' 南门秋的妻子青莲貌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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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花琴艺出众#结果在战争的烟云里被侮辱被损

害#残酷的现实不仅剥夺了她优美绝伦的琴声#而

且陷她于神志不清精神分裂的痛苦境地' 即使这

样#她对月琴依然是敏感的#也唯有月琴能让她安

静#月琴声仿佛灵魂里的月光能够使她的眼神变得

-柔和.' 当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#她全然不顾周围

的枪声和险恶处境#操起久违的月琴#如醉如痴地

弹奏+梁祝化蝶,#直到和心爱的人在战火中变成两

只-蝴蝶.#融进-蔚蓝的天空.' 这个场景是极富

韵味且具有震撼力的' -琴声.与-枪声.的较量#

既渲染艺人对艺术的痴迷和至死不渝#又形象地揭

露了血腥岁月对艺术的扼杀和窒息' 艺术的突围

只有借助于传承' 南门秋夫妇的艺术生命和精神

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逝#而是像-蝴蝶.一样

在艺术传承中飞得更高&更远' 当时光推进到-文

革.时期#艺术受到排斥#覃玉成-将月琴挂到墙

上.#一挂就是许多年' 这些都说明了社会生态的

失衡和失调给艺术生态造成的损毁和破坏' 只有

在风清月朗社会清明的时期#艺人和艺术家才会充

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潜能#艺术才会备受呵护

并换发出光彩' +抱月行,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艺

术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' -唱月琴.作为一

种文艺演绎方式之所以在当地民间流传和盛行#是

因为有一个生态场#那就是民众的喜爱和追捧' 小

说安排了许多月琴演奏的场景#每一个场景都精细

地描绘了听众的表情和反应' 听众的热爱和迷恋#

助推了艺人的演绎技巧和艺术的繁荣发展' 艺术

的传承需要一个-生态场.#大众的参与是这个场域

中重要的因素' 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#在非物

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#要关注大众文化#关注

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#要重视民

众的参与和推动#形成保护的社会潮流#并融化成

生活的一部分#成为中华民族-文化自觉.和-文化

自信.的一部分'

($)从宏观来看#文化生态主要是指

文艺政策和大的文化环境' 小说对此也有表现'

解放后的曲艺汇演#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的调整#

这些都极大地激励了艺人的创造热情'

从艺术传承链的角度来看#艺术的存续并非一

朝一夕之功#而是通过无数代人的接力传递并发扬

光大#才葆有光鲜的面孔和鲜活的生命力' 特别是

在民间#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主要依靠代代相传&

口耳相传#每一个链环都是重要的#都是不可或缺

的' +抱月行,以民间艺人覃玉成为中心#上下串连

起几代人的艺术梦想和追求#构成了一个传唱月琴

的文化磁场和文艺链环#一脉相承#乐音传续' 在

覃玉成的寄女覃琴那里有一个断裂#这是时代的原

因造成的' 当覃琴的琴弦喑哑的时候#后辈覃思红

用一种文化自觉理性地肩负起了上辈人的重任#考

取了一所大学的音乐系#用月琴去谱写新的人生篇

章和艺术篇章'

二

对艺术的追求和坚守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

方式' 人在生活中有很多种选择#或满足于世俗生

活的快适#或得意于人生仕途的春风#或逍遥于心

性世界的自由与浪漫#或超脱既有的一切而进入一

个鸟语花香的精神空间' +抱月行,描写的就是一

个解除了一切羁绊而被音乐所-囚禁.的民间艺人

覃玉成#在他的意识里面#追慕月琴只是满足他的

个人喜好和天性#并没有上升到生存论和价值观的

高度#但是他对音乐的宗教般的虔诚无疑使他的生

活有别于常人而迈入了诗意生活的行列'

本来摆在覃玉成面前的是父辈给他安排的既

有的生活方式#即把-一方晴伞铺.的事业做稳做

大' 显然-伞.以其遮风挡雨的功能承担着象征意

义#即有形的&物质的&个人的天地#是有边界的实

物#可以给人带来风雨无忧&衣食不愁的生活' 可

是覃玉成却偏偏-不喜欢做生意.#认为家像-一口

枯干的古井.#他的兴趣只在那触之生情&闻之动容

的月琴' 同样#-琴.也赋予了一种象征#即情感世

界&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的象征#是无边界的存在#

可以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' 对-伞.

和-琴.的选择#实际上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'

荷尔德林曾在+人#诗意的栖居,一诗中写道%-人

充满劳绩#D但还D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'.海德

格尔在其论著中#反复强调的是-筑居.与-栖居.

的不同#-筑居.只不过是人为了生存而碌碌奔忙操

劳#-栖居.是以神性的尺度规范自身#以神性的光

芒映射精神的永恒' 有学者认为-诗意的栖居.不

仅是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#还应当包括-以审美的

K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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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.#审美态度的人生境界可

称得上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最高人生境界#是

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极积乐观&诗意妙觉的态度应

物&处事&待己的高妙化境'

(C)覃玉成对-琴.的选

择#就是选择一种审美的-栖居.方式#渴望用音乐

的光芒映射自己的心灵世界#就他自身而论是一种

最高人生境界#是-高妙化境.' 覃玉成的选择有点

类似小说+边城,中的傩送对-碾坊.和-渡船.的选

择#-碾坊.和财富&地位等联系在一起#而-渡船.

则与人性的自由发展相关联#当然摆在傩送面前的

是对爱情的选择#最后他选择的是出走#是一种不

可知的命运' 相比之下#覃玉成能够主宰自己的生

活#毅然决然地选择了-琴.而放弃了-伞.#亦即选

择了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' 如果不做出这个选择#

覃玉成就会像林呈祥一样守着伞铺&土地和女人#

默默无闻#终老一生' 林呈祥可以说是覃玉成的

-替身.#是满足而且陶醉于世俗生活的-覃玉成.#

覃玉成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#林呈祥一一为他做

了#而且做得有声有色&有滋有味' 小说作者巧妙

地运用了-置换.的艺术手法#把一些看似巧合或偶

然的东西描写得合情合理' 实际上摆在覃玉成面

前的有-三重世界.#一重是诗性世界#一重是平凡

世界#还有一重是匪性世界' 那个劫富济贫声色凌

厉的二道疤就是匪性世界的典型' 覃玉成不会选

择二道疤那种阴暗的生活#不愿选择林呈祥那种平

淡的生活#只能而且必然选择诗意的生活#这种选

择不仅担当了艺术传承的重要使命#而且展示了社

会底层人物的诗意存在和诗意人格'

一旦选择了诗意生活的方式#这种诗意就有一

个积聚&扩展和放大的过程#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潜

能#悦己娱人#怡情养心' 覃玉成不仅自己享受着

音乐带来的精神快慰#而且随着琴艺日增#他的演

奏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了心灵的愉悦' 这是诗意的

传递&激发和叠加' 音乐还可以拯救人的生活#给

陷入物质困顿和精神迷茫的人带来欢笑和慰藉'

在大饥荒的岁月#覃玉成用月琴给家人捧出了丰盛

的-精神宴席.$在特殊的年代过后#覃玉成用月琴

给遭受心灵重创的寄女覃琴唤醒了失去的记忆'

这是诗意的想象&渗透和对精神的疗救' 对覃玉成

来说#更为重要的是琴艺及其诗意的栖居给他馈赠

了一份美好的爱情' 在学琴的过程中#覃玉成与同

样喜爱月琴艺术的南门小雅互生爱慕之情#最终和

小雅结为连理#在艺术的世界里比翼竞飞' 二人因

琴生情#因琴深情#共同喜爱的琴艺生发也深化了

他们之间的感情#使得这种感情有着稳固的基础'

在覃玉成的生活中#琴即小雅#小雅即琴#月琴为他

绽放艺术的奇葩#小雅为他弹奏爱情的和美之音'

他们陶醉于月琴和爱情之中#琴瑟和鸣#超越了尘

世中一般男女之情的欲念#净化为艺术世界里相伴

相守的两柱-琴弦.#相依相亲的两枚-音符.#他们

就是艺术本身#是诗意生活的守护者和创造者' 艺

术提升人也解放人' 最后在如醉如痴的月琴演奏

中#覃玉成彻底释放了自己#解放了自己#找回了完

整的自己'

三

+抱月行,不只是单纯地描写艺术传承活动中

的人生际遇和生活方式#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于-人.

这个根本#通过着力写人的心性和情怀来表达对艺

术和人生的思考' 对艺术传承活动的描写只是一

个外在的线索#对人的德性和操守的刻画才是内在

的脉搏#或者说艺术的美&生活的美和人格的美&人

性的美是相表里&相依存的' 所以作者花费大量的

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善行和德性#这种从人物内心深

处回旋出来的-天籁之音.丰富和深化了艺术传承

活动中的优美的-琴声.#也使人物的诗性生活具有

了厚重的内涵'

覃玉成从新婚之夜追赶琴师的第一天起#南门

秋师傅就教诲他#-学艺先从做人起.#劝他征得家

人同意后再来学琴' 这好比是演奏前调弦一样#见

面之始师傅就给他的学艺和为人定了一个-调.'

也正是顺着这个-调.#覃玉成一路走下来#不仅学

有所成声名大振#而且善行义举有口皆碑' 在艺德

方面#他谨遵师傅教导#-受人之请#就要尽力而

为.#-正人不唱邪曲.#-只伴喜#不伴丧.' 及至后

来#曾经是他的同门师兄而后当上了副市长的季维

仁为讨好上司要他用月琴-伴丧.时#他为维护师傅

的-规矩.和做人的准则#断指自残#用生命捍卫艺

术的纯洁和人格的尊严' -断指.的细节表明了一

种冲突#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&官场文化等

B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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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的冲突'

在为人方面#覃玉成自始至终弹拨出来的是

-善德之音.' 仁爱与善德是立身之本#也是习艺之

基' 孔子说过%-人而不仁#如礼何0 人而不仁#如

乐何0.!+论语,八佾,"在孔子看来#仁是礼乐教化

的基础'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真诚的道德感#没

有仁爱的思想#礼和乐的规范对他又有什么意义

呢0 因为他只是用礼乐作装饰#难免流于虚伪' 覃

玉成对生母的近于迷狂的思念和寻找#对养父母的

尊重与孝敬#特别是不计恩怨收养寄女&寄孙女#并

且为了更好地抚养寄女#果断地劝妻子打掉身孕#

这些无不体现他有一颗感恩图报的心#一种自我牺

牲的精神#一种敬老爱幼的美德' 也正是他的善良

征服了恋人的心#赢得了纯真的感情' 可以说#覃

玉成用艺德和善行拨动了艺术和人生的最美好的

琴弦#用真善美谱出了人生至高境界里的琴韵'

就像艺术的传承一样#-德性.也有一个传承和

潜移默化的过程' 当年在师傅那里聆听的-学艺先

从做人起.的肺腑之言#在若干年后#当寄女覃琴陷

入困惑和苦闷的时候#他劝慰她-好好做人#好好过

日子.#其观念和思想一脉相承' 既有言传#更有身

教' 当暴雨和洪水来临#南门秋师傅-打开大门#以

便路人进来躲雨.#沿河一些被洪水淹没了的街坊#

都被他请进南门坊#-为他们提供临时食宿以避水

患.#这些善行被学艺的覃玉成看在眼里#记在心

上' 后来当战火停歇#覃玉成看到一些难民无家可

归#就把他们请进南门坊暂避风雨' 这一举动显然

是师傅善良之举和人格光辉的-再版.与延续' 对

人类德性和操守的诗意表现#丰富了作品的内涵#

提升了作品的价值'

四

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艺术传承以及人的诗意

生活和人格魅力#在具体的表达上必然是审美的&

诗意的' 有学者在分析少鸿的长篇小说+花枝乱

颤,时说它在真实的叙事和看似细碎的生活流中体

现出来的是一种冲淡&隽永和深沉#它不是靠浅薄

的-噱头.和感官刺激糊弄读者#而是凭借文化的底

蕴&干净的语言和文本之间的诗意的张力润滑读

者(")

' 这一分析同样适合于+抱月行,' +抱月行,

以美写美#用情传情#是一部空灵的带着唯美色彩

的现实主义小说' 在人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日益

多元化的今天#任何定于一尊的文学表现和创作手

法都是行不通的#只有在继承中变通和创新才会被

受众所认可和喜爱' 少鸿自上世纪末以矫健的身

手步入文学殿堂以来#就不断寻求着艺术的创新和

突破#尝试运用多种文学表现形式和手法来反映生

活#而无论怎样变化#其创作的底色和基调是厚重

的&稳健的#具有感官和思想方面的穿透力与影响

力' +抱月行,在对艺术和人生的审美传达中#以民

族民间艺术传承活动为载体#在常与变&雅与俗&实

与虚中融合笔墨#逼真而夸饰#切实而通脱'

+抱月行,有不少超现实主义的描写' 超现实

的艺术表达往往能赋予作品一种神异&幻美的色

彩#消泯现实的边界#开启想象的空间#以其变形和

夸张给人一种无限想象的可能性' 作品中白江猪

的奇幻影像和神秘传说#鹞鹰的灵性和人性#月琴

自鸣的神异之态和通灵之气#特别是大量神奇梦境

的描写折射出心灵更多幽暗的光点#这些无不是超

现实的艺术表现' 这种超现实的描写是符合人物

的观察和想象的#就覃玉成来说#在他的感觉世界

里#万物似-琴.#一切皆韵$在他的心灵世界里#万

物有-灵.#一切含情' 这样就可以把常与变&此与

彼&真与幻打通'

+抱月行,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#在雅与俗之

间找不到分界#雅中有俗#俗中有雅#亦雅亦俗' 论

其雅#一曲曲优雅的月琴串连起整个故事的转折和

人世的悲欢#展示出人物求艺&求美的纯真情怀#以

及因琴而生的美好爱情#和大美&真爱背后的道德

操守' 论其俗#有大量地方风俗和习俗的描写#诸

多富含生活气息的山歌&民歌铺排' 雅中有俗#单

就月琴而论#其琴声悠扬婉转&优雅动听#而歌唱的

内容往往是极其通俗的唱段或版本#迎合了民众的

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趣味' 俗中有雅#即使是那些

民风民俗和山歌俚曲#也极其形象而鲜明地逼近了

社会底层的生活情状和人物的本真心理#弥散着一

种原生态的淳朴气息#一种世俗的诗意'

在文字表达上#+抱月行,写实与写意相结合#

既细腻逼真#又飘逸舒放' 作者善于借助多种修辞

手法#极尽美饰&夸饰的描写#特别是喜欢运用形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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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比喻#把语言的-丝.和-思.拉长#激发和调动

读者的想象力' 小说中有许多地方描写月琴声#几

乎每一处描写都不相同#作者巧借精妙的比喻#用

-雨.-珠.-小鸟. -绸带. -雨打芭蕉.等气韵生动

的形象将美妙的琴音形容得惟妙惟肖' 作者又善

于安设意象#特别是贯穿性的具有象征意蕴和丰富

内涵的意象#以少胜多#以虚写实#给人以无尽的遐

思' 比如-月.意象#在作品中比比皆是#对月亮&月

光的描写#既是渲染一种诗化的环境和氛围#为衬

托人物对音乐的追求制造一个梦幻式的背景$同时

-月.作为一种诗性的存在#高悬在人类的头顶#净

化和召唤着人的内心#暗喻着一种美好的精神向

往$另外#-月.也可以说是天上的-月琴.#弹拨着

宇宙的澄明之音和诗意怀抱' 小说以+抱月行,为

题#显然-月.的意象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诉

求' -月.与-月琴.实则合二为一#体现了-天人合

一.的思想和境界' 古人云%月琴-中虚外实#天地

象也$盘圆柄直#阴阳叙也. !傅玄+琵琶赋"#意即

月琴的造型和构成表达了一种天地交融&阴阳和合

的观念' 再比如小说大量描写了-水.的意象#同

样#-水.意象不仅是一种地理环境的描摹#更重要

的是为了营造一种空灵的&诗化的人文环境#与天

上的-月.相呼应#相融合#天地之间浑然而成一个

诗意的村庄#装载着音乐&人的善行和美德$同时

-水.的空灵流转&延绵不断还喻指艺术包括音乐的

传承#一脉相承#永不枯竭#这样就丰富了作品的题

旨和寓意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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